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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现今从事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人来说，“公地悲剧”、“囚犯难题”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
的逻辑”耳熟能详。
这些理论模式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
为此，许多分析家认为除非通过强权的控制，或者彻底私有化（市场化），人类才可能摆脱这些悲剧
性的梦魇。
环境问题自17世纪中叶w．配第和J．格兰特首次提出，到19世纪产生环境政策，再到被誉为资本主义
发展黄金时代的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出现公害及环境破坏以全球规模发生，对人类
生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危害，尔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创立
环境法体系，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美日等国放松环境管制，倡导新自由主义。
问题解决的理论与方案正是在强权控制与私有化之中选择，但问题本身却犹如“戈尔迪”之结：旧病
难除，新伤又起。
1992年，由1575名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联合发布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宣称：“人类和自
然界都在走向崩溃。
人类活动无情地导致和不可恢复性损坏了环境和重要资源。
如果我们不约束我们当前的活动，它们将把我们对人类社会、动物、植物王国的未来所充满的希望置
于风险之中，它们将可能改变生命世界，从而使得我们所熟知的生命（方式和活动）不可能持续下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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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现今从事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人来说，“公地悲剧”、“囚犯难题”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
的逻辑”耳熟能详。
这些理论模式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
为此，许多分析家认为除非通过强权的控制，或者彻底私有化（市场化），人类才可能摆脱这些悲剧
性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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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展区域环境利益的补偿机制第三节贸易与环境的相互纠结国际贸易中环境要求的新趋势二　环境
要求与市场准入三　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要求的关切与共同面临的问题四　环境要求与WTO五　加强能
力建设应对以贸易与环境间冲突六　环境要求对温州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结语折断理性的翅膀——环
境问题的“悖论”与“去悖”的环境法思维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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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的破坏等。
从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影响来看，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类的广义的健康（公共卫生）直接相关的
公害；另一类是使环境质量或舒适性恶化的问题。
舒适性问题处于环境问题的底层，一旦舒适性恶化，最终就会产生导致人类的死亡及健康损害的公害
。
　　显然，环境问题产生的时间远比17世纪中叶w．配第和J．格兰特首次提出更早。
斯里塔夫里阿诺斯说，从最宏观的角度，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的第二大转折点。
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此时，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
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
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
己的基因去适应环境。
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又改变
自己的基因，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①那么，在地球发展的最后20秒姗姗来迟的人类出现以来，因其具有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以适应其
基因的能力，使自己迅速成为地球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同时也就有了环境问题。
　　（一）人类社会早期的环境问题。
按生物进化论观点，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在地球演化过程中的6-7次大冰期和5-6次问冰期的更新世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
须不断适应和再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取决于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
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
于是，漫长的进化过程到约4万年以前，人类（智人）终于出现了。
历史开始了原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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